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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教学与舞台表演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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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民族乐团  安徽  霍邱  237400

【摘要】  随着时代发展，二胡是我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名族乐器之一，随着二胡等中国特色乐器的普及度越来
越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近年来，二胡表演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培训学校，都开具了二
胡教学课程，经过众多二胡表演者的努力，二胡表演已经初具特色和规模，本文将针对课堂教学的发展和舞台
表演的要点进行说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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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国民乐器，其表演形式相
较其他乐器有一定特殊性，学习二胡可以促进国家文
化的普及，丰富人们的生活。现阶段，二胡已经作为
学校教学中的重要课程，在教学中，老师要教授学生
学习二胡技巧的同时也要对舞台表演能力进行培养，
多多累计舞台实践经验，丰富学生表演内涵，在将来
能够演奏优秀的作品。
一、二胡教学分析

此部分泛指课堂教学，现阶段课堂教学也是中国
主要的教学模式，二胡教学主要为演奏技能的强化和
训练，注重专业知识、演奏技巧、艺术和创造能力的
培养。
（一）  音准的把握

乐器的演奏，音准准确是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二胡相较其他乐器，没有指板和品味，只能凭演奏者
对乐曲的理解和音高的感觉来掌握，相较其他乐器，
对演奏者乐感和音准的要求较高。所以应对学生进行
反复的音阶练习，根据不同的指法加强调式音阶练习，
增强手指对音准的感知度。除了练习指法，听觉也需
要锻炼音准，需要老师配合，如弹奏过程中学生音准
不准应及时纠正。通过手指和听觉相结合的方法，通
过反复练习，能有效提升和控制音准。
（二）  音乐节奏感培养

首先选定练习曲，每天坚持练习音节和基本功，
使用节拍器循序渐进的练习，这样能稳定的掌握基础
节奏，可分段进行练习，由易到难，由慢到快。分段
练习熟练之后再贯穿练习整首曲目。采取灵活的组队
方式，进行节拍练习，能熟练谱子的同时通过练习更
能加深对谱子的深刻理解，通过人体体态的规律性，
来掌握节奏感。没有捷径，只有多听多练多学，才能
达到完美演出。
（三）  感受音色

音乐的熟悉即指音色，不同乐器有不同的音色，
例如古筝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曲笛高音较低，音色醇
厚；而二胡音色柔美抒情，发出的声音富有歌唱性，有
很强的表现力，扎实基本功的同时也要注重让学生体
验不同音色，增加学生对音色的感受度，坚持较长时
间学习之后，学生则能自主去感受。
（四）  传统结合多元进行教学

学好一门乐器，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二胡的学习也
主要是通过对一首首乐谱的反复练习推敲，来掌握和扎
实不同的技巧。传统教学活动一般分为上课教学和布置
练习作业两块，过程比较乏味枯燥，要非一般的耐心才
能学好。所以教师可以在传统教授学生的基础上结合多
元化教学，比如分组练习，合作配乐等，定期组织班级
内部演奏会，单人及小组自由选择方式进行表演，多多
结合从古至今有趣案例进行教学等等，不仅能让学生保
持学习兴趣，也能让学生能自主的进行练习。教师根据
每次小舞台的表演，挖掘学生学习二胡的潜能，针对性
的进行训练。让学生学习二胡的积极性变高，通过舞台

表演也能让学生舞台表现力提高。
二、二胡舞台表演要点探讨
（一）  扎实的演奏技巧

一名合格的二胡舞台表演者，必须要具备扎实的
演奏技巧，才能充分展现二胡的艺术魅力，扎实熟练
的技巧直接关系着演奏者表演是否成功。因此，在教
学活动中，必须加强学生对演奏技巧的培养和训练，
在日常教学中，根据乐谱针对每个节奏进行分析，针
对乐谱中的演奏技巧进行反复练习，必须采取严格的
练习制度，熟练记忆整个乐谱的同时，勤加练习，让
学生的精神记忆和肌肉记忆达到一致，才能保证节奏
的无误性。这种日复一日的训练，演奏者必须能够吃
苦耐劳，有毅力，要以乐观向上自信的态度去练习，
教师抓技巧的同时，也要多多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
多以鼓励的态度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
更快的掌握和熟悉演奏技巧。
（二）  演奏动作要标准

表演者的演奏动作主要是指，二胡表演者在潜意
识的演奏下，身体自然而然无需经过大脑参与反射性
的完成的动作，是经过长时间反复练习和不断揣摩后
形成的演奏动作。表演者在演奏时，沉浸在乐曲本身，
对演奏动作关注不多，因为在无数次的练习中，演奏
动作已经根据演奏过程自然而然的化成了演奏本身的
一部分。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培养学生各个
动作要领，规范学生的演奏动作，使演奏动作能够融
合进音乐融合进演奏中。
（三）  丰富的演奏情感

一样的音乐，每个人演奏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色，
是因为演奏者在演奏中加入了自己的情感。包含了自
身丰富情感的演出，才能散发不同的艺术魅力。舞台
表演是为了将感情结合音乐，使其在演奏过程中通过
强烈的感染力，使观众产生共鸣，融入音乐当中。这
种情感的演奏，需要演奏者本身能够充分理解音乐，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挖掘学生情感体验，通过理解
音乐，将自身情感融合，提升学生对音乐作品的表达
能力。从而更完美的呈现舞台。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二胡的教学与舞台表演两者相辅相成，
演奏者的舞台表演是课堂教学水平和自身演奏能力的
综合展示。首先熟练的演奏技能是舞台表演的关键，
其次真挚的情感表达是舞台表演的灵魂，最后良好的
心理素质是舞台成功的基础。日常的基础技能训练是
必不可少的，同时舞台表现力感染力也需要在长时间
的练习过程中慢慢融合进演奏中。将二胡的教学和舞
台相结合，能够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创作性，能够完
美的展现出二胡演奏的艺术魅力，推广和传承我国历
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从而使二胡表演艺术更够更多的
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多多去了解
中国二胡的魅力，促进二胡表演艺术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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